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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总结民政工作的历史经验，给今后民政工作提供借

鉴，在县委、县政府的领导下，我们编写了．《延庆县民政志》。

延庆县在建立抗日根据地后，1 940年即成立了联合县政

府民政科。在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和建国初期，在党和人民政

府的领导下，民政工作主要是动员人民参军、参战、支援前线，

并做好对烈军属、革命残废军人、复员退伍军人的抚恤、优待

和安置工作，做好农村救灾和社会救济工作，做好基层政权建

设，行政区划，老区建设，民族宗教，人事管理，禁烟肃毒、地

政、婚姻法宣传，婚姻登记等工作。

粉碎“四人帮’’后，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民

政工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。进行了优抚对象大普查，平反了优

抚对象中的冤假错案，编写了《革命烈士英名录》，进一步落实

了各项政策，建立了光荣院和敬老院，开展了扶贫、扶优、殡

葬改革、社会保障等项工作，发展了民政经济。

在修志中，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，用相当长的时

间，从文字档案中，搜集了大量的资料，同时还深入到本县的

山区和外省市县走访调查，积累材料，最后成册。本志记述了
1 938年一1989年民政工作在各个历史阶段中的作用。

《延庆县民政志》是延庆县历史上第一部民政志书‘，它把五

十多年来民政工作的历程和成果载入史册．。它将会发挥其应有

的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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